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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观水话枫林十景
李金雄

前仓镇枫林村位于我市城区东南15公里的公堂山西麓。700多年前，李姓祖
宗就已移居此地，周姓、任姓也相继迁居于枫林，繁衍后代。

枫林有好山好水，环境优美，是村民休闲、居住的理想之地。该村虽然没有
园周、大陈有名气，但在村两委与全体村民的努力下，这些年已慢慢吸引人们的
目光。如果你打算去枫林，一定要去看看村里的十大景观。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

生物安全：疫情
之下的思考

本书从发生在武汉的新冠肺炎疫

情说开去，详细介绍了人类历史上人

们所遭遇的生物安全威胁，阐述了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生物安全现状。

着重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

府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次次的

重大疾病灾难，消灭了如天花、血吸

虫病等疾病的伟大壮举。最后，强调

了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把

生物安全纳入国家整体安全观的必要

性和现实意义。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娃哈哈集团

宗庆后，时代楷模、杭州学军中学原校

长陈立群倾情推荐。本书通过 52 个

小故事，真实再现了浙江防疫抗疫一

线人员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示了全省

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

是一幅一线防疫抗疫的群英画像，是

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赞歌。

52 个故事，有医生、护士、警察、

社区工作者、防疫用品的生产工人、外

卖员、设计健康码的程序员⋯⋯他们

是一群普通人。但在疫情汹涌而来的

关键时刻，他们站了出来，冲到最前

线，完成了从平凡到不凡的升华。

通过他们，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个

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精神，重新认识了

浙江和浙江的精神，无畏、奉献、坚韧、

团结、无我、乐观⋯⋯

平凡与不凡:浙江
防疫抗疫一线故事

大迪塘风光
枫林村大迪塘起源于 800 年前，

是什么原因形成这么大的一口塘，至

今无考，只留下“三仙造塘”的神话故

事。大迪塘地势颇高，水向南北两端

流出，形成了南大迪溪、北大迪溪，分

别注入南溪与李溪。2009 年 2 月，塘

中立起了六角亭，并通过九曲桥与村

道路连接，塘边砌起护栏。2014 年 8

月，在塘边建起游步道，同年10月，在

村水口处建起了仿古长廊。2017 年

1 月，在“小脚尖”搭建了连山拱桥；同

年 5 月，在塘中筑建了仿杭州西湖“三

潭印月”景点的墩子。2019年3月，在

龟山建起了休闲角亭两座，环山路一

条。村庄东南方向，还有蓄水面积达

400多亩的莲塘山水库。经过几代村

干部共同努力，这口“人”形的大迪塘变

得更加漂亮丰腴了。

诗曰：

大迪悠久数百秋，人形绿水任鱼游。

三仙造塘传神话，实是祖辈来造就。

仙女照镜民间传，船上仙人撒网兜。

曲桥角亭观鱼跃，三潭印月似杭州。

环塘栈道宜漫步，傍晚村民结伴走。

诗情画意赏美景，美好生活乐悠悠。

金鸡啼晓
金鸡岩坐落在枫林村东南面的

猫儿岭头上，以它的形状而得名。据

老人们传说，金鸡原来有头有尾，形

状逼真。有一年，北漳畈的粮食收成

较差，而大塘下畈的粮食收成很好，

在北漳畈种地的村民就怪罪于金鸡

岩的头朝向北漳畈，吃了北漳畈的

粮，而拉粪于大塘下农田，一怒之下

就将鸡头敲掉了。

诗曰：

猫儿岭上坐金鸡，苍松花草围周边。

仰头朝天唱莺语，猫儿岭上晓声啼。

村民早起勤劳作，人寿年丰喜相连。

难得观赏自然态，只待众人把名宣。

石轮观鱼
枫林村前有座山，名叫“大凹”，

山尖有多根石柱竖立，形似石轮，故

取名为“石轮盘”。传说，古时在石轮

旁经常发现许多鱼骨头。当大迪塘

出现鱼瘟，或到了年底，过年捉鱼没

有多少收获时，村民怀疑是石轮在作

怪。先人们就在每年农历十二月捉

鱼时，朝石轮方向礼拜一番，祈祷石

轮保佑有个好收成。这种仪式一直

延续了许多年。

诗曰：

西山石柱立山尖，形似石轮顶住天。

周边树石来陪衬，更添美景映眼帘。

山下景致蓬莱景，鱼跃雀欢勇争先。

大迪腊月逮鱼日，先敬石轮来拜祭。

钟鼓山观鱼
村后公堂山有左右两山，相传是

一位仙人挑着一副担子路过村庄，看

到枫林有如此好山好水，想多看几

眼，但急于赶路，转肩时不小心从箩

筐中掉下两块石头。一块似鼓，一块

似钟，南北相对，众人就称之为鼓山、

钟山。

古时枫林人烟稀少，大迪塘遇上

雨季时，下半处一片汪洋。塘中鱼遇

水冲击游出，跳跃不止，在钟鼓山上

观景，映入眼球的水波与鱼跃胜景，

一直传为美谈。2009年，村里在鼓山

顶上建造了六角亭，供村民休闲观

赏，但看到的只是鳞次栉比的房屋，

当年美景已不再。

诗曰：

鼓山顶上立角亭，钟鼓两旁衬枫林。

后有公堂中间坐，周边美景迪水映。

健步走上鼓山顶，统观山寨李周任。

村民闲时亭中坐，谈天说地论古今。

水口古樟美
枫林村口原有四座寨门，从睦常

祠堂一直到凉亭止，皆以土墙连接，

以抗外敌，称之为护村墙。后因村民

扩建住房而拆毁。连接线上长有多

棵 600 多年的古樟、古冬青，树高桠

密，枝叶茂盛，是市级重点保护文物。

诗曰：

枫林水口古樟多，百年冬青来做伴。

东南西北城门筑，村民无忧夜安窝。

枝繁叶茂长势好，文物保护市认可。

村民有缘山寨聚，环境优美长寿多。

大岭风光
大岭坐落在村东南，是“老虎跳

墙”与秀山的交接处。石径山道足有

二三华里长，路面均以石板堆砌而

成，至今仍保留完好。石砌古道始建

于明朝年间，新中国成立前是村民往

返舟山、壶镇、仙居的必经之道。相

传，清康熙年间最兴盛，由坑王何金

力置办的铁铺就有 18 间，还有杂货

店、客栈等一应俱全，均设在大岭脚

与秀山脚沿线，过路客人和采购商人

络绎不绝，生意红火。

诗曰：

羊肠小道贯岭中，数里山道不见空。

夏休漫步岭中走，犹似空调按其中。

青山泉水岭边衬，常走山道能还童。

早年十八铁铺开，来往客商很兴隆。

如今山隐成古道，只待众人来享用。

秀山峻峭
秀山在枫林村东南，山脚下是莲

塘山水库，山那边是舟山镇溪塘村。

秀山海拔 501 米，山顶有一口常年不

枯的顺池塘，设有航标，天气晴朗时

能直观金华府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永康与武义合并时是永康第二萤

石矿所在地，采矿工人有 100 余人之

多。

诗曰：

五百海拔秀山峰，萤石宝矿藏腹中。

山顶尚有顺池水，传说池里有游龙。

村民放牧塘边走，山峻羊影景色浓。

登山能观四方景，祖国处处似春风。

莲塘风光
上世纪五十年代，各级政府非常重

视水利建设，各地诞生了一大批水利工

程，目前农村所利用的水利工程，也大

部分是那一时期留下的，枫林村的莲塘

山水库就是全国千千万万水库中的一

座。当时，县政府抽调了全县各村劳动

力奔赴枫林莲塘山，依靠人工日夜奋

战，建成了库容量 187 万立方米的小

（一）型水库，灌溉面积 4332 亩，对罗

桥、朝川、溪坦等地的农田水利灌溉和

粮食增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诗曰：

秀山峻峭映莲塘，碧波荡漾好风光。

南风微吹浪逐浪，犹如秋波送娇娘。

库水清澈能照镜，鱼跃龙腾尽游畅。

休闲垂钓好去处，鲜美塘鱼供人尝。

大迪亭风光
大迪亭，原来是一个来往客人过

路歇脚用的凉亭，从凉亭经过的古道

是缙云、丽水一带善男信女上方岩烧

香许愿求佛的要道，因交通的变化，

古 道 与 凉 亭 的 作 用 也 逐 渐 消 失 。

2014年在大迪塘岸新建的大迪亭，成

为枫林村的一个亮点，它延续了古

风，传承了风土乡情。

诗曰：

枫林水口造长廊，古香古色西津仿。

百年香樟来陪衬，徐徐凉风拂脸旁。

听风观水赏景色，村友闲谈述家常。

夜色降临村民聚，妇孺起舞伴音响。

心旷神怡赞美好，农村面貌大变样。

三姓公祠
任成高公祠，始建于清咸丰甲寅

年（1854 年），距今已有 160 多年，坐

落在大迪塘边，坐东向西，新中国成

立前是永康牛筋岭上有名的宗祠。

祠内建筑工艺精湛，雕龙画凤，栩栩

如生。2002 年 8 月被列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周伟公祠创建于1927年，祠址在

文山（鼓山）南麓，坐北朝南。祠宇构

造十分考究，雕梁画栋，朱漆油画，气

象巍峨。2007 年，周姓子孙对经 80

多年风雨侵蚀的祖祠进行了修建，让

周姓祖祠重放异彩。

李富十公祠始建于明正德十年

（1515 年），在文山之南名“逸庵公特

祠 ”（即 小 祠 堂）。 清 咸 丰 十 一 年

（1861 年）被毁，光绪元年（1875 年）

重建。由于李姓子孙繁衍昌盛，公祠

面积不足，于1942年开始迁基于公堂

山西麓山脚重建，至 1947 年 11 月完

工。因政府需要，李富十公祠从1951

年至1990年止成为枫林中心小学，办

学40年，枫林中心小学迁址后又出租

私人办厂。2012年，李姓子孙视祖祠

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决定筹资重建

李富十公祠，于同年农历五月动工，

至 2014 年闰九月完工。李富十公祠

的重建无论规模，还是内部构建，既

保持有古祠建筑的特点，又有新的创

新祠貌，得到诸多游览参观者的好评。

诗曰：

枫林三姓有祠堂，祠貌雄伟富堂皇。

工艺精湛雕龙凤，栩栩如生众赞扬。

坐东向西李任祠，周伟公祠朝南方。

祖匾高挂中间位，裔孙横匾挂两旁。

尊宗敬祖好传统，中华文明万年长。

在 枫 林 ，美 景 远 远 不 止 这“ 十

景”，还有如双龟山、猫头岩、枧七

坑、老虎跳墙、龙眼睛、荷花田、木勺

井⋯⋯景象称奇，人文深厚。其实，

唐朝诗人杜牧的名作《山行》，对枫林

早就有了描述：“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此枫林虽非今枫林，

但枫林叶色相同，风骨相通。


